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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业⼤学法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余维珍 

摘要  经过多年摸索发展，北⽅⼯业⼤学在法学本科培养上实⾏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取得了⼀定

的成绩，但理论知识传授和运⽤能⼒培养仍出现断裂的现象。通过梳理北⽅⼯业⼤学法学本科专业实践教

学并发现问题所在，即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不完整和保障机制不完善。因此，法学实践教学应当进⼀步完善相

关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并应当积极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形成“理论—仿真—全真”的闭合

式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法学  实践教学  教学模式  实验实训 

 

法学是⼀门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应⽤型学科，教学⽬标是培养应⽤型、复合型的法学⼈才。达成这⼀⽬标

不仅需要课堂的理论教学，还需要课内外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法学本科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

须贯穿、渗透于法学教育的全部过程。近年来，我国各⾼校纷纷探索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如模拟法

庭、法律诊所等，取得值得称道的成绩。 

⼀、北⽅⼯业⼤学法学实践教学的实⾏⽅式 

法律的⽣命在于实践。法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脱离了实践，法学便失去了⽣命⼒。北⽅⼯业⼤

学（以下简称“我校”）法律系⼗分重视法学实践教学，尤其专注于学⽣综合⼈⽂素质和实践能⼒的培养。近

些年了，围绕法学培养⽬标实⾏了多种实践教学⽅式。 

（⼀）培养⼤纲中的实践教学 

1．实践实习。我校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形成了体系化的实践实习培养模式，通过法学认识实习、暑期

参加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实践实习。 

2．模拟法庭。教师根据课程授课安排，提前发放案件的有关资料，学⽣充分熟悉材料后，按照个⼈兴

趣和意向选择扮演的⾓⾊，包括法官、原告、被告、律师等。模拟法庭教学是课堂的有效延伸，理论性与实

践性并存。 

3．实验实训。我校⽂法学院实验中⼼现有各类实验室共 22间，拥有多套主流数据库，内容涵盖法律、

⾦融、信息安全等众多⽅⾯。另外，我校还建有北京市级实验教学⽰范中⼼（股票、期货）、北京市西部知

识产权教育基地、北京⾼等学校市级法律⼈才培养基地，与北京市第⼀中级⼈民法院、北京市⽯景⼭区⼈民

法院、北京市⽯景⼭区⼈民检察院等多家司法机构属于共建单位。 

4．毕业设计。根据学校有关⽂件，毕业设计（论⽂）的选题必须符合本专业的培养⽬标及教学基本要

求，选题除了应符合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外，应尽量做到具有⼀定的新颖性、先进性、开拓性，

优先选择结合⽣产、科研、实验室建设和社会实践等具有实际应⽤价值的课题。 

（⼆）各类竞赛中的实践教学 

（学科）竞赛是⾮常普遍常见的⼀种课堂外教学⽅式，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我校法学专业本科⽣

近些年参加了多种级别的竞赛，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学⽣竞赛奖项多项。参加的全国性和省部级竞赛有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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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竞赛、全国性创新创业竞赛、北京市（省部级）节能减排⼤赛、全国⾦融知识竞赛、⾸都⼤学⽣保护知

识产权志愿者竞赛等。校内竞赛的主要形式有辩论及演讲⽐赛、读书征⽂⽐赛、研究⽣模拟⾯试⽐赛等。另

外，实践教学中⼼还组织同学参加各类法律⽂书写作⽐赛、知识产权征⽂⽐赛等等。 

（三）组建协会开展的实践教学 

1．NCUT知识产权协会。本协会在北京知识产权局和北⽅⼯业⼤学⽂法学院（法律系）指导下，由民

商法学科研究⽣在 2015年建⽴。协会为⼴⼤师⽣提供知识产权公益服务，搭建我校与北京市各⾼校知识产

权协会之间的沟通平台。 

2．北⽅⼯业⼤学法律志愿者服务队。该服务队由⽂法学院（法律系）与门头沟区法院共同指导，具体

由法学本科学⽣党⽀部牵头建⽴。服务队组织安排学⽣在课余时间，实地进⼊门头沟法院诉讼服务⼤厅，发

挥专业能⼒，开展帮助当事⼈进⾏法律咨询、整理诉讼材料、诉讼流程解答、书写诉状等志愿活动。 

（四）院校课题项⽬中的实践教学 

我校课题项⽬中有很多涉及到实践教学的内容，以期依托教师所承担的科研项⽬，培养学⽣的实践能

⼒、创新能⼒，扩展学⽣的学习能⼒。例如， “⼤创”课题，该课题是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 2008年 6⽉开

始实施的⼀项本科⽣创新教育资助计划，法律系每年基本都有 2-3 项“⼤创”课题，并多次获得全校⼀等奖、

⼊选校实践教学成果展；“科园杯”，由⽯景⼭区科委和北⽅⼯业⼤学联合资助，旨在培养⼤学⽣的科研创新

意识，提⾼⼤学⽣的创新能⼒和实践能⼒；暑期实践项⽬，我校已连续多年被团市委评为“⾸都⼤学⽣暑期

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等等。另外，本校教师承接了司法部、中国银⾏法学会、教育部、法制办以及⽔利部

等众多法学课题研究项⽬，这些课题项⽬由教师主导，与学⽣组成专项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学⽣对某

⼀课题领域的了解程度会逐步深化，同时，也增强了学⽣法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能⼒。 

（五）我校法学实践教学的若⼲新探索 

为了系统培养学⽣的职业能⼒、提升职业技能⽔平、突出培养特⾊，结合⾼校法学专业教学的实际进⾏

系统的实践能⼒培养，能够在⼀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实践教学的不⾜，我校在法科⽣实践教学⽅⾯⼀直在不

停地进⾏新探索和新尝试。如法律职业模拟体验、法律类情景剧演⽰、组织学⽣参加庭审旁听、读书会、专

业课学习沙龙、论⽂⼯作坊、案例⼯作坊等。 

⼆、当前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法学是⼀门应⽤性和实践性⾮常强的学科，理论联系实际是法学教学的⼀项基本原则。笔者在从事实

践教学的探索过程中发现，学⽣在课堂上对法学相关概念、法定界定标准背的滚⽠烂熟，但是实际案例分析

时还是⽆从下⼿，不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熟练地运⽤到实践中。虽然现在⾼校普遍对法学实践教学⾼度重

视，⼀些⾼校也有了很多先进的做法和经验，但⼤多数学校还处于跟风阶段，或是形式或是不知道怎么去

做。笔者总结⼤致存在以下问题： 

1．法学实践教学条件不⾜。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定的教学场所和教学条件的保证。法学实践教

学的硬件设施不健全，我校虽然有模拟法庭，但模拟法庭中不能保证⼤部分⼈都参与，并且过于模拟化，有

表演的成分在⾥⾯。 

2．从事法学实践教学的师资严重不⾜。要培养学⽣的实践能⼒，必须有⼀⽀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能⼒

的教师队伍。教师的实践能⼒来源于司法实践活动。我校同时兼职律师职业的⽼师较少，并且这部分⽼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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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完全参与到法学实践教学中来。真正实施法学的实践教学活动，就必须有⼀⽀合格的“双师型”教师队

伍。 

3．实践教学缺乏体系性。法学实践教学实际上是和法学学科的理论教学相对应的，它是⼀个集⽅法与

内容、知识与理论⼀体的综合教学体系。然⽽，笔者从当前的本科实践教学安排来看是缺乏科学性的。⾸

先，法学实践教学所需要的教材编写、使⽤不能满⾜实践教学需要；其次，当前法学实践教学的学时安排不

能满⾜实践教学需要；最后，实践教学平台不完善，学⽣的实践能⼒得不到系统的训练。 

4．法学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健全。当前的法学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主要表现为实践教学评

价标准不科学、不固定、主观性强。例如，毕业实习、社会实践等实践环节的考核主要是依靠单位鉴定，但

这种鉴定基本都是形式上的，很少有实质内容，⽽且可靠性也很低；再如，实训课程因缺乏统⼀的考核标

准，考核的内容通常也是笼⽽统之。 

三、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发展⽅向及完善建议 

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核⼼⽬标是在理论教学课程中应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改⾰教学⽅法，强化案例教

学，增加理论教学中模拟训练和法律⽅法训练环节，挖掘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近些年

来，我校先后出台了⼀系列教学政策，引导各院系教师、学⽣重视实践教学。笔者对我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

的发展⽅向建议如下： 

（⼀）改进已有实践教学⽅式 

1．建⽴点⾯结合的锥形⽴体实践实习⽅式。对现有的实践实习进⾏改善，可参考北京航空航天⼤学的

锥形⽴体结构模式。由法学院、共建单位和责任教师为实习⽣提供⽀点、创造环境，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的有机融合，提⾼其实务技能、职业素养、就业能⼒，同时有效推动法学院教学改⾰的进程。具体做法是：

根据制定的实习培养⽅案，共建单位对学⽣进⾏岗位安排和岗前培训，为学⽣分派实习指导⽼师，责任教师

根据学⽣的特点提供⼯作分配参考；每⼀个带队教师带领并指导 10—15名学⽣，全程对实习活动进⾏控制，

及时了解其实习进展，组织⼩型座谈，结合理论教学对其在实习中发现的问题进⾏专业指导并确定科研选

题；责任教师与共建单位对实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2．“去模拟化”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模拟法庭实践教学应尽可能地“去模拟化”，即让参与模拟法庭的

学⽣了解基于其⾓⾊可以了解和应当了解的基本事实，最终结论的作出，需学⽣利⽤其专业知识思考。这样

的模拟法庭才能真正实现其实践教学中的第三个价值⽬标：⾓⾊模拟的职业化思考。另外，模拟法庭在案件

的选择上，结合理论课程的进度，可以选择多种类型的案件。并且，应尽量选择争议性⽐较⼤的案件，有利

于提⾼学⽣思辨能⼒。 

（⼆）拓展实验实训教学⽅式 

1．完善并开放案例分析实验室。如河南财经政法⼤学案例分析实验室的教学内容是在不同的软件系统

⽀持下的“互联⽹＋”完成，包括⽴法、执法、诉讼、⾮讼、司法考试、司法⽂书写作、法律事务等 8个实验

教学内容，形成了全新的⽹络实验教学体系。教师通过不同的系统选择相关案例，学⽣⾃主选择⾓⾊，运⽤

所学法学知识在⽹上模拟完成⾓⾊任务，检验⾃⼰所学理论知识的应⽤⽔平。我校应学习借鉴其模式，在法

学实验室开放时，采⽤这种⽹络虚拟形式，来检验学⽣的知识⽔平。法律系应尽快开放案例教学实验室，运

⽤⼤数据，建⽴案例数据库，⽅便学⽣进⾏案例学习。在运⽤⽹络化实验室⼿段的同时，也可以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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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式的案例分析活动，⼩范围讨论式的形式更容易调动学⽣积极性，引导学⽣进⾏思维激荡、智慧碰撞。 

2．开设常态化的法律诊所教育。诊所教育是法学本科教学中教学效果最好的⼀种实践教学⽅式，通过

参与法律实践，强化学⽣法学思维逻辑、语⾔表达和⽂书写作等⽅⾯能⼒。我校法律系应该开设法律诊所教

育，将诊所教育列⼊教学计划，并列⼊教学的⽇常管理，实现诊所教育的常态化。具体实施路径可采取与公

益机构合作的模式。 

3．基于互联⽹技术的“虚拟化”实践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实验教学⽰范中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学科专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建⽴法学虚拟仿真实验室，进⾏“虚拟化”教学。

借助这种教学模式，学⽣可以不同于以往将思维局限在“法律是什么”，⽽是在⼤规模和个性化的虚拟化教学

模式下，更多地体验“法律如何是”。⽬前，⾯向法学类学科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软件主要有法学模拟诉

讼、检察院仿真办案、法律诊所、法学案例教学、法律⽂书写作、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系统。 

4．建设法律竞赛平台。指导学⽣参加法学竞赛是法律实践教学中⼼的⼀项重要职能。随着赛事种类增

多和参赛学⽣⼈数激增，中⼼的管理⼯作压⼒⾮常⼤。笔者建议建设⼀套法科⽣竞赛指导平台，按照报名、

指导、成果上传、奖项汇报等⽅式，实现⼀体化的竞赛指导管理⼯作，提⾼竞赛组织申报和指导效率，让更

多学⽣参与其中，以赛促学，更好地锻炼学⽣的实践能⼒。 

（三）完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1．课程体系。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要与本科培养⽅案相衔接，要结合学校的政策、软硬件条件，

设计出能实现法学培养⽬标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议优化法学理论课程和法学实践课程的⽐例，编写能够实

现法学实践教学⽬标的教材。 

2．师资⼒量。⾸先，建设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励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科研⼯作的同时进⾏法律

实务⼯作兼职，提⾼法律运⽤能⼒。其次，扩充实践教学师资⼒量。学院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励教师开展实

践教学研究和活动，并⿎励现任教师兼任法律实践教学中⼼指导教师。最后，外聘法律实务⼯作⼈员做兼职

教师。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做兼职教师，把他们从业的切⾝经验传授给学⽣，使学⽣接触到真实的法律

实践，提⾼学⽣的法律应⽤能⼒。 

3．评价标准。制定实践教学评价标准⼗分重要，根据各类实践教学的不同特点制定具体的、可以量化

的、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标准，把实践教学纳⼊教学质量的评价范围，提⾼实践教学成绩在教学评价中的⽐

重。 

4．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以实务技能课程为⽀撑的课堂内实践教学平台，以实况庭审直播、原始案卷库、

庭审录像课为⽀撑的基于司法实务的实践教学平台，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习单位为⽀撑的校外

教学实践基地平台，形成“理论—仿真—全真”的闭合式实践教学模式。 

编辑：李昌奎 

 

基⾦项⺫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项⽬（201901022001）：新⼯科背景下法学教育改⾰实践——以北⽅⼯

业⼤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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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ur school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forms of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training of law undergraduates,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the phenomen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still appears to be broken. By sorting out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law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our school, that is, the practice teaching curriculum 

system is incomplete and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law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t systems and strengthen the cont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practice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a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should be actively established to form a closed-typ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eory-simulation-total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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